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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彝文书法是彝文字体艺术化的直观表现形式之一,是彝族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彝文书法承载着彝族文化

符号的审美取向和精神气质,凝聚着彝族人民的发明创造和智慧结晶。 彝文书法的外在形式美和内在意境美之间相互关联,
互为映衬,从而共同构成了彝文书法艺术的根脉和灵魂。
关键词:彝文书法;结构形式;动静意境;造型艺术

中图分类号:J292. 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2)01-0010-05

Aesthetics
 

in
 

the
 

Calligraphic
 

Structure
 

and
 

Dynamic-Static
Artistic

 

Expression
 

of
 

Yi
 

Characters

MAIJI
 

Muga,ANIU
 

Muzhi∗

(School
 

of
 

Yi
 

Language
 

and
 

Culture,
 

Xichang
 

University,
 

Xichang,
 

Sichuan
 

615022,China)

Abstract:Yi
 

Calligraphy
 

is
 

one
 

of
 

the
 

visual
 

forms
 

of
 

artistic
 

Yi
 

characters,
 

and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raditional
 

Yi
 

culture
 

and
 

art.
 

Yi
 

calligraphy
 

bears
 

the
 

aesthetic
 

orientation
 

and
 

spiritual
 

temperament
 

of
 

Yi
 

cultural
 

symbols,
 

and
 

em-
bodies

 

the
 

creativity
 

and
 

wisdom
 

of
 

Yi
 

people.
 

The
 

external
 

beauty
 

and
 

the
 

inner
 

beauty
 

of
 

Yi
 

calligraphy
 

are
 

interrelated
 

and
 

complementary
 

with
 

each
 

other,
 

and
 

together
 

they
 

constitute
 

the
 

roots
 

and
 

soul
 

of
 

Yi
 

calligraphic
 

art.
Keywords:Yi

 

calligraphy;structural
 

form;dynamic
 

and
 

static
 

artistic
 

expression;plastic
 

arts

　 　 书法是人文精神的物化表现形式,也是文字书

写艺术和造型艺术的根脉所系。 彝文书法源远流

长,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彝文字之本源象形文字产

生之时,彝族先民对创造文字审美艺术的固有智慧

就包含在其中。 在漫长的岁月中,通过书写者的代

代相传,彝文书法逐渐形成别具一格的自源书写风

格,成为中华书法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以

说,彝文书法是彝族文化艺术的精髓,体现着彝族

文化内涵的精神实质,承载着彝族文化符号的艺术

表征。 探究彝文书法的形式与意境之美,厘清彝文

书法的基本内涵和艺术特质,有利于传承和发展彝

文书法理论知识体系。

一、彝文的起源及彝文书法艺术的结构形式

彝文书法艺术源自象形表意文字的书写风格,

即彝族毕摩文献中古彝文字的书写艺术独创风格。
也就是说,象形表意文字———古彝文字的书写是彝

文书法的源头。 无论是古彝文,还是规范彝文,书
法爱好者或者书法家在书写彝文字过程中,首先讲

究的是临书,而临书最注重的是形临、意临和背临

三种方式,这也是彝文书法练习者必须经历的三个

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是注重从起笔、运笔、收笔来

感受彝文书法的形式美;第二阶段是注重从笔势、
笔意、笔法来领会彝文书法的形式美;第三阶段是

注重从情操、度量、见识与临帖来体现彝文书法的

形式美。 这样构思、设计完成的彝文书法作品,才
能体现出彝文字自源特征的独创性,展现出彝文字

的魅力与书写的形式之美。
(一)彝文的诞生与起源

对于彝族文字而言,无论是彝族毕摩沿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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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彝文,还是如今从小学到高校使用的规范彝

文,都是彝族人自己创造的一种自源文字。 彝文字

的诞生与起源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这主要是彝

文文字的形成是在远古时期,那个时期关于彝文文

字的各种文本资料非常缺乏,如今得到的大多数是

老毕摩的口述。 虽然古彝文字产生年代还无从考

证,但从古彝文字的外在形式来看,彝族先民在创

造古彝文字时,先观察好万物的变化和万事的形态

后,再形成书写需要的彝文字形式之美。 “人类为

了相互交流而产生了语言,随着时间的变化,语言

也越来越丰富,但语言来记事的记性是有限的,所
以彝族先祖们就创造了所谓的古彝文字。” ①

彝族先民因此进一步创造了古彝文字,所以文

字的形式几乎都是象形的,如今彝族毕摩文献中的

多数古彝文字绝大多数是象形文字,如表 1 所示,有
些古彝文转换为规范彝文时,正如汉文楷体变为隶

体一样,古彝文字笔锋及其起源痕迹,如表 1 中的

“ ”“ ”“ ” “ ” “ ” “ ” “ ” “ ” “ ” “ ” 10
个字;有些从古彝文字转换为规范彝文时,就如同

汉文从篆体变为楷体那样完全变了,如表 1 中的

“ ” “ ” “ ” “ ” “ ” “ ” “ ” “ ” “ ” “ ” 10
个字。 这是表 1 中典型的 20 个古彝文字和规范彝

文的魅力所在。

表 1　 规范彝文、彝文书法和古彝文字的形式对应表

规范彝文 部首 彝文书法
古彝文字

(象形彝文字) 汉文意译 规范彝文 部首 彝文书法
古彝文字

(象形彝文字) 汉文意译

分 儿

| 咬 女

∪ 睡 熟

∪ 猪 S S 卷

蛋 ○ 拉

| 日 | 写

| 笑 吃

⌒ 哭 齐

︶ 锯 挑

月 ∪ 雾

　 　 从表 1 中也可以看出,彝文书法的形式美很少

受外界书法艺术的影响,一直保持彝族先民创造文

字的睿智和情感,进而成为一门独有的书法艺术。
彝文书法艺术是在彝文字的书写基础上产生

的一种艺术,也是来源自然与生活的实践活动。 据

彝族毕摩文献(手抄本)中记载,“彝文字最初产生

于原始彝族人的图画,原始彝族人的图画是对自然

物和社会活动的描绘,所描绘的画让人感觉到形式

美,那是因为彝文书法界遵循自古至今的形式美原

则” ②。 彝文书法形式美指的是彝文字形式美的书

写艺术,彝文书法的形式美同其他民族书法艺术一

样,都具有文献来源,如今使用的古彝文字全来自

彝族毕摩文献。
(二)彝文书法的结构与审美

彝文字的结构其实是结字、结体、布局、间架

等,创作彝文书法作品时结合这些书写才使得彝文

形式上更加美观。 彝文书法字体结构主要有上下、
左右、上中下、左中右、左弯、右弯、上弯、下弯、圆九

种,书写这些字体时,粗细、轻重、力度和整体相结

合,才能展现出彝文书法的艺术审美。 如表 2 所示,
书写彝文书法中九种常见的主笔,只要按照彝文书

法的结构去书写,彝文书法的结构技巧就会使彝文

字的结构形式更加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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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书写彝文书法中九种常见的主笔

　 　 彝文字作为书写的主要对象,要使彝文字体的

形式结构体现出鲜明的审美意识,彝文书法的结

构、点画及布置的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彝文字的形

式美,不仅要使点画之间互相协调和紧密,还要使

字体之间互相对称和平衡,才能使其结构形式更加

完美。 对于彝文书法字体来说,彝文书法字体的结

构与审美问题只是外形,而彝文书法字体的和谐、
字体的神态相结合才能达到其形式美。 无论是正

方形、长方形、椭圆形字体,还是三角形、弧形、菱形

字体,都要按彝文书法的书写方式和书写技巧进行

书写,才能让形式之美更加凸显,如表 3 所示。

表 3　 各种不同形状的彝文字字体

形状
正方形 长方形 椭圆形 三角形 弧形 菱形

部首 字体 部首 字体 部首 字体 部首 字体 部首 字体 部首 字体

各种不同形状 | △ ⌒ /

的彝文字字体 | ▽ ⌒ ○

彝文书法

　 　 书写以上这些字体时,最注重的是重心。 “字

是由笔画组成的,笔画是有分量感觉的,所以字是

有分量的,而且字的各个部位也有一定的分量感

觉。 既然有分量,那就给人一种重量感,重量感是

平衡的,则有一种安定美,使人看了心安。” [1] 那么,
物体有重量,字体有重心,彝文字体重心主要看字

体的形状,书写正方形的字体“ ”和“ ”时,按书写

彝文书法的规范规律先写左竖,这一笔力度比右竖

重一点,长度也比右竖短一点,其他笔画按彝文书

法字体形态完成收笔;书写长方形的字体“ ” 和

“ ”时,连写三点后再写其他、最后才写收笔的“ ”
那一笔,所以起笔时重心用粗头体现出来;书写椭

圆形的字体“ ”和“ ”时,第一笔的起笔与收笔都

在字的顶上相遇重逢,先把稍微不对称的椭圆写

完,再加里面的其他笔画;书写三角形的字体“ ”和

“ ”时,重心在第一笔,其他笔画均衡拉通即可;书
写弧形的字体“ ”和“ ”时,重心与字体的整体放

在下面部分,最后书写字顶上的小弧形就是收笔;
书写菱形的字体“ ”和“ ”时,均衡书写,运笔部分

飘逸一点即可。
彝文书法中书写每一个字都是有重心的,重

心在字的外部或内部,只要重心稳固,整体字形的

形式就会很美。 彝文字的笔画结构和形状感是指

笔画作用于人眼的直接感觉,如彝文书法的笔画

结构、轻重,字间、行距、形态、章法等都是从外在

形式得到整体的美感。 这种感觉放在彝文书法的

形式上完成,才能把起笔、运笔及收笔结合得更加

完美。

二、彝文书法字间与行距的动静意境

彝文书法笔画的动态感,不仅在意境上有动

感,而且在作品的思想上给人一种产生动态的联

想,这就是彝文书法典型的意境。 彝文书法的意境

可以分为物体、动物及人物的动态意境。 第一,物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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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动态意境是彝文书法中的笔画表现在物体的

动态之中,如“ ”“ ”等,像书写者心中的动物眼睛

或行为动作;第二,动物的动态意境也同物体的动

态意境,有某种动物在行走的模样,如“ ” “ ”等;
第三,人物的动态意境是在书写彝文书法中,必须

在一些笔画的形式与速度等方面体现出有人物的

动态意境。
彝文书法的意境最讲究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

笔端动作,因为这是书写彝文书法的一种旋律,用
这种旋律来完成彝文书法作品是一种固化的旋律

艺术,这种艺术是运笔与书写节奏相结合而成,其
字的大小、粗细、长短等变化的节奏都在整体的意

境上布置好再书写,才能把握好运笔的方向、轻重

等形态要素。
(一)字与字之间的意境

熟练掌握彝文书法的人看见整幅彝文书法作

品后感觉到彝文书法艺术作品是事物,如图 1 所示。
这幅用行草字体书写的毕摩文献《驱鬼经》就给人

一种美妙的感觉,整篇字犹如一群山里的彝族青年

们在参加一场婚礼现场各种畅饮乐舞的动作,让人

欲观不止的念头。 这样的彝文书法作品,创作出来

的审美意境藏在字与字间,显得气势壮观。 如果能

够在各种不同字间准确把握笔画的“瘦”与“胖”,那
么这样书写的彝文书法作品就会传达书写者的思

想情操,使人不由得联想到很多美好的事物。 事实

上,彝文书法作品大多数都是透过行中字间的笔

锋,才能表现它的意境之美。
古彝文和规范彝文的字体与形状,都是通过意

境动作的情趣来表现笔画的形状、字体的形化、书
写的速度等变化,并巧妙地选择相应的艺术手法和

书写技巧的同时,还要传承毕摩文献章法,以及迎

合现代大众化的主旋律的节奏,才能体现出每一行

的字与字之间的意境之美。 如图 1 所示,从表象来

看,其蕴含的意境不容易被发现,只要细细品味,就
会深刻领悟字形的创造中深藏着特有的节奏和完

美的意境。
(二)行与行之间的意境

对于会鉴赏彝文书法的人来说,往往只是从艺

术的感观角度来审视,就会对一幅彝文书法作品加

以定论。 但是要深刻领会一幅作品的行与行之间

深藏的意境之美,就要仔细品鉴这幅作品正文与落

款间的布局及章法,才能悟出这幅彝文书法作品的

艺术最高境界。 如图 2 所示,以笔者创作的“福”字

为例,书写彝文书法哪怕只有一个字,也必须留出

书法行道,才能表现出彝人格斗美的创意,观赏者

也从中能看到激烈搏斗的状态。 从图 2 这幅彝文书

法作品来看,正文与落款结合时,要和整张宣纸浑

然一体,既给人一种格斗的虚拟画面,也给人一种

交锋后取得胜利的艺术美景。

图 1　 抄自毕摩文献中的《驱鬼经》

图 2　 彝文书法“福”字(行书)
彝文书法的意境十分讲究距离的对阵,尤其是

书写彝文书法作品时,必须在正文与正文或正文与

落款处,让欣赏者看到穿插与混战形状的动与静,
才能将意境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彝文书法的“美美与共”

书写彝文书法作品之中,无论是形式,还是意

境,从彝文书法专业艺术角度来讲,只有结合彝文

书法的章法,体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才能展现彝

文书法多彩的艺术殿堂。 “书法最重要的还要取决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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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通篇的章法好坏。” [2] 彝文书法也不例外。 彝文

书法的章法是安排整幅作品的艺术方法,所以意境

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标题、正文、落款、印章之间

都是相互照应的。 这种书写方法同时表现出一种

大形式、大意境的美观,把这幅作品的用笔、气势、
韵律、结构、笔意等完美结合,那就会体现出彝文书

法的各美与共美。
彝文书法的形式和意境都是由线条与点线运

动的变异、协调等书法的本质结构创造性构成的。
从字体结构的大章法来看,彝文书法作品中有字的

地方叫“阿诺”(黑),无字的地方叫“阿曲” (白);从
字体结构的小章法来看,彝文书法作品中有点画处

谓“阿诺”,无点画处谓“阿曲”。 两者无论如何变

化,总是围绕黑、白两大要素来进行品鉴,包括大

小、疏密、长短、粗细、虚实、错落等。
“当今,无论是临摹毕摩文献的古彝文字还是

专业的角度从笔画、结构开始书写规范彝文字,都
是对彝文书法深刻认识的基础上,进行长期的书写

练习的风格探索。” [3] “创造出了具有一定水准和独

具特色的彝文书法,彻底改变了规范彝文没有书法

的历史的说法。” [4] 彝文书法形式与意境不仅讲究

彝文字与彝文书法历史的问题,还要讲究落款和印

章的位置等。 从形式上来看,单款或双款位置都要

在彝文书法正文相结合。 从意境上来看,注意正

文、落款首字和尾字,这是一幅完整作品的始和终。
彝文书法与汉文书法有所不同,汉文书法有补救,
但彝文书法却没有补救的规矩,书写都是一气呵

成,只要有残缺或漏字等,就当废纸处理。

四、结语

当前,彝文书法受到文化界、教育界的高度重

视,一方面,彝文书法列入四川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进一步加大保护宣传力度;另一方面,彝文

书法不断走进高校课堂,走进社区,走进民间,让其

活态传承的存续空间日益扩大。 为此,在新时代传

承和弘扬彝文书法艺术,既能够留住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精神财富,又能够提升人类审美能力和艺

术价值的欣赏水平。

注释:
①　 沙马瓦坡口述. 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彝族尼木措毕祭祀)代表性传承人,2021-09-12.
②　 笔者翻译自彝文毕摩文献收藏人麦吉伍呷帕打收藏的《传抄毕摩文献教育经》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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